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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莹 秦碧霞：论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

     [摘 要] 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该也必须履行对自然的相应义务。

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同时负有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

其二，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的权利，同时负有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其三，人类享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负有保障自然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  

  [关键词] 自然 权利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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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和义务是一对范畴，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一般说来，享受一定的权利必须尽相应的义务，在尽义务的同时也包含着将享受

相应的权利。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类，对自然有着一定的权利，比如，生活在大自然的权利、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权利等等。由此也必然会产生相

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理所当然应当是与权利相对应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在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上，存在着不对称性、不对等性

和不公正性。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在享受了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后，却将生产和消费后的有害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西

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再比如，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生态环境的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工业向农村的不断

转移和发展，城市环境污染也在不断向农村转移和扩散，农村环境状况存在着严重恶化的趋势。城市居民所享用的大量物质必需品来自对

农村地区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掠夺性开发，而因此产生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恶果却主要由广大农民来承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

们很有必要认真讨论一下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究竟人对自然享有哪些权利并应当履行哪些相应的义务呢?  

    

  一、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同时负有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  

    

  1987年经济合作组织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中指出，全人类有能够为了其健康和福利而享有充

足的环境的基本权利。在1992年的地球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以下简称《里约宣言》)中，也阐明了

人类“应享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权利”这一人类的基本权利。此后，这一基本权利还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环

境权，被一些国家相继写入宪法和环境保护基本法。比如，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宣布，在俄罗斯联邦“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获得

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日本宪法在其第25条中指出，公民享有

“健康的文化生活的权利”等等。一些国家还对这一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作了规定，例如美国有些州的法律在确认公民这一权利时，作了

比较具体的规定，明确了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免受过度噪声干扰权、风景权等。  

  与此同时，人类不只是具有享受适宜、良好的自然环境的权利，还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1972年6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是人类对共同解决环境问题签署的权威性文件，该文件指出，

“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享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

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也宣布，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

依赖于整体的福利，所以，我们珍视生物共同体，珍视人、动物和植物，珍视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的保护。  

  具体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讲，人类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可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表述：一是保护本国自然环境的义务。1974年

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指出，“为了今代和后代而保护、维护和改善环境，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所有国家都应根据此项责任制定他们自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这是每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许多国家都在宪法和环境保护基本

法中宣示对环境进行保护，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58条明确宣布：“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自然及周围的环境，珍惜自然财富。”日本在其

公害对策基本法第9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大气、水、土壤、噪音分别设定环境标准的义务，指出“政府要针对涉及大气的污

染、水质的污染、土壤的污染以及噪音的环境上的条件，分别规定在保护人的健康、保全生活环境上希望得到维持的标准”。我国宪法和

环境保护基本法中也有相关规定，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我国环境保

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国家在宪法和环境



保护基本法中宣示对环境进行保护，反映了国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重视，呼吁人们提高环保意识和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二是预防越境

环境损害的义务。各个国家都有义务确保其境内的活动既不对他国的自然环境造成损害，也不对各国管辖范围外的区域造成损害。1992

年的《里约宣言》中明确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

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  

    

  二、人类具有发展的权利，同时负有可持续发展的义务  

    

  对于其他生物而言，存在等于生存，生存是其存在的全部内容，它们不可能产生生存需要以外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但对人类而言，存

在并不等于生存，生存只是其存在的一部分，除生存需要外，人类还有发展的需要。在现代国际人权中，发展权是指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有

充分利用本国的财富和资源自由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中明确指出：“发展

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

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获得充分实现。”  

  显而易见，适宜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类自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由此也就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

类的明天与今天同等重要。如果当代人的发展威胁到了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那么人类必将面临灭亡的厄运。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

益，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负有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的义务，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

来。  

  《里约宣言》阐明了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如下四项原则：(1)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不能竭泽而渔；(2)建立投资自然的意识，要将一部分经济资源转移到保护和改造环境上，加

大技术创新的投入；(3)避免单纯依靠扩大资源投入和消费来增长经济的总量，而要以尽可能低的资源代价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

的；(4)发展的公平原则。重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和公平性，保护承受能力差的区域和阶层，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每个国家都应当参照

这四项原则，制定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政府从具体的国情和需要出发，于1994年3月发布了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21世纪议程》，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因为发展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努力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从中

国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贫困和落后不

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是发展绝不能以损害自然环境、污染环境为代价，而应当依靠科技进步，通过节约资源

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等方式，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三、人类享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负有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义务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享用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人类有权利用自

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形态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一权利的行使必须在自然界的承载限度之内，合理地开发利用，这是

由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人类生存已经面临着资

源枯竭的威胁。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是一般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是特别强调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首先，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慎重有度地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利用高新技术开发新的不可再生

能源。其次，要充分节约对资源的利用，相对减少产品的物质含量，扩大其知识含量，使同等的物质消耗能创造出更多的商品价值。再

次，还要加大废物的回收与再利用，在新的发展观中，废物不但不废，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新资源。同时，在投入新项目和生产新产品时，

必须先进行可行性的论证，只有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上确认不存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才能允许实施和利用。  

  总而言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要求我们做到改造与建设、利用与补偿的统一。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不是单纯地掠取自然资源、改造

自然的过程，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由于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循环系统有一定的承载限度，人类要保证自然

资源的可再生性，就必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建设自然，也就是说要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出发，科学地行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合理

地调节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自觉地给予自然界相应的补偿，以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使自然界和

人类自身都能持续、有序地发展。  

  最后，还应当指出，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利益是产生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无论是人对自然的权利问

题，还是义务问题，都离不开“利益”二字，离开了“利益”，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在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上，既表

现了人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理解，也显示了人对民族局部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认识。正确行使和履行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就

是合理调节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利益冲突。  

  (作者：王 莹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河北石家庄 050061；秦碧霞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生，河北石家庄 050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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